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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北京古地图集》是从国家图书馆地图专藏和书型古籍中遴选出的59种113幅有关北京的中外古
旧地图，按成书（图）的时间先后编排而成，旨在通过展现古代北京在全国的空间位置、所属所管沿
革，尤其是通过展示北京城市的空间布局、市政建设等发展变化，勾勒出北京城市的空间发展轨迹，
并通过文字介绍相关背景，解读这些古旧地图背后的历史，为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发展提供丰富的信
息。
　　从本图集收录的几种宋元时期成图的地图中，如《历代地理指掌图》、《禹跡?》、《华夷图》等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北京从远古时期的蓟城到辽代的燕京、南京，再到金人的中都、元代的大都的历
史沿革。
丰富的明清时期及民国时期的地图则更加清晰地揭示了北京在“北平”、“北京”、“北京特别市”
等名称变化中所折射出的地位变化。
北京曾经的所辖所属也在“腹里图”、“北直隶图”等图及相关地名标识中得以体现。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内已经陆续出版了《中国古代地图集》三卷本、《中国古代地图集
》城市地图卷、《中华古地图珍品集》等若干部古地图图集。
与同类地图集相比，虽然有些地图已经被收入出版，但《北京古地图集》所选地图 集中于北京城，就
一个城市的地图来说，无论数量、形式和内容的丰富性，其它图集都不能堪比，《北京古地图集》选
入一些外国人绘制的北京地图，也是以往中国古地图集从未有过的特点，可以通过中外地图的对比来
启发读者的思考；而且地图的文字说明采用中英文对照，更符合现代中国出版物推向国际，有利于促
进中外地图学史领域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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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古地图集》具有独特开创、功能实用和内容丰富三大特点。
首先，图书馆里珍藏着丰富的与北京有关的地图，但一直没有人对其进行广泛的开发和利用，本图集
是首次对与北京有关的古地图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归纳，并汇编成图集，所以说其具有独特的开创性
；其次，地图中承载了大量的自然、社会和人文信息，描述 了这些信息的在特定时间内的空间分布，
其重要功能就是实用，古地图也不例外，他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实物资料，本图集从地图的实用性
出发，以北京为描绘对象，将精选出的古地图按年代先后排列，使这些古地图可进行纵向比对，为今
天研究北京历史、地理、文化提供完整、丰富的地图资料，大大提高了这些本分散于各 处的地图的利
用价值；最后，本图集的内容丰富表现在收录了从数万种古地图中精心筛选出来的各个时代有代表性
的能反映北京历史变迁的古地图上百种。
该图集的出版无疑会对挖掘、整理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弘扬优秀民族文化起到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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